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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茂先生走了，走得我很不適應。那高高魁梧的形象總是在我的腦海裡出現。

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那些向先生討教的日子裡， 一幕幕好似銀屏畫面一樣浮現在眼前 

。記得一次在台灣淡水的奇茂先生家裡，我們談學術問題至深處時，我問及先生為

什麼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時，師母走到一個立櫃前，拉開抽屜，笑著說：秘密都在

裡面。我們走近立櫃，幾個抽屜裡裝滿了飛機票和輪船票，我們楞住了，這裡面裝

著先生曾經寫生走過的地方留下的票證。先生曾經背著畫夾走過了120多個國家，用

速寫記錄了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在這各種顏色的票據裡能依稀可見奇茂先生艱辛

的藝術采風歷程。 

 

        李奇茂先生1925年出生在安徽渦陽，從小就喜歡習畫，並在高校得到了正規的

繪事訓練，先生擅長速寫（動態素描），這與他自己最後畫中國畫人物畫和動物定

位是有關聯的。 奇茂先生特別熱愛生活，不管走到那裡， 兜里總是裝著一本速寫

本，記錄著打動自己的事物。在美術家面對生活時，如何把打動自己的客觀事物轉

換成主觀的藝術符號，速寫是最便捷的藝術手段，也能使美術家在生活中獲得的第

一個鮮活的藝術符號。奇茂先生在世界各地寫生，更像是牽著一根線到異國他鄉散

步。線是東方中國畫的兩度空間特有的文化符號，結構是西方油畫三度空間的文化

符號。奇茂先生在東西方的文化碰撞中成就了自己，他用速寫收集的素材的量和抽

屜裡的飛機票成正比。師母拉開抽屜的瞬間，那海量的信息，剎那間讓我明白了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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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茂先生的中國畫中的人物和動物總喜歡把動態作為平衡畫面的支點，每每拿

起蘸滿墨的毛筆時，他深邃的眼睛在堆滿笑容的臉上顯得那麼睿智，似乎好像看見

先生在搜索腦海裡對世間瞬間動態記錄，在先生微微翹的白鬍子抖動中，一隻鮮活

的小猴子躍然於宣紙上。這種功夫是當今繪事人中少有的。這也得益於奇茂先生對

中國文化的分寸與火候的把握，使其早已成為中國畫的性情中人。 「胸有成竹」到

「胸中無竹」，這是一個成熟高手的表現。在中國畫落筆之時，古人曰之「意在筆

先」，並不提倡「胸有成竹」。因「胸有成竹」往往是「依樣畫葫蘆」，在背「九

九表」。若是這樣就大大的約束了畫家的主觀能動性。那麼什麼是「意在筆先」呢？

道家思想中的「立像盡意」和「得意忘象」。這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思想要點之一。

奇茂先生深得其中精髓也。   

 

    中國畫是線的藝術，奇茂先生是玩線的高手，正如此，奇茂先生喜歡畫線的速

寫。速寫的功能除了收集素材外，更主要的是訓練自己對動態和型的捕捉能力。造

型的關鍵是兩個字「取、舍」，攝影藝術是以「取」為主的，而中國畫藝術則是以

「舍」為妙。速寫則是訓練「舍」的最佳手段。攝影是在取景框裡照單全收，而速

寫呢，畫到「高處」時，可「疏能跑馬，密不透風」，這是一種境界。奇茂先生深

知其奧妙，早把速寫當做「超度」自己意向造型的一種進取手段了。我們只要仔細

讀先生筆下的作品，「台北的夜市」「北漠的馴馬人」「江南的放牛娃」「飛躍的

猴子」。讀著讀著你就會發現，是一根有生命的線在呼喚眾生，這根線就是先生賦

予筆墨的藝術生命。 

 

「一線生機」 用在中國畫中是再適合不過的，線的形式是最簡單的也是最複雜

的，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線則然之，線則速寫是最好

的解題鑰匙，奇茂先生把握好了這把打開大千世界的鑰匙，用的游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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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來讀一讀奇茂先生的「媽祖出巡」 這張作品。 其最能體現先生的風

格，複雜的畫面，張弛著眾多營生的構圖，但只要我們虛著眼罩一看，畫面僅剩下：

白塊裡的線；黑的墨色；淺絳的背景。巧妙的用黑白兩色平衡了畫面，用洗練的線

貫穿其中，是大快淺絳方形為背景，形成「靜」的構成，線卻以「動」勢遊藝其中。

不由我想起了長安畫派石魯先生說的「靜得形，動得神」。後則是道家名句「以靜

制動」。中國有句名言「九九歸一」，中國畫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均為在動態中產生的變數，而「九九歸一」則是最終得到的整體畫面。所以

畫面最後整體的大「靜」，將是「動」的歸宿。由於奇茂先生的速寫功夫了得，對

畫面所有人的動態把握高潮迭起，彷彿畫中的民樂聲始終在畫外蕩漾，餘音繞樑，

使觀者流年忘返。而奇茂先生的藝術思想，大局觀，在這張作品中發揮的淋漓致盡。

速寫啊，速寫啊，把握動態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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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現代少女一展風貌」，奇茂先生經常到世界各地寫生，這是他在日本的

速寫作品。畫面簡潔明快，人物造型生動，線和墨塊穿插其間，從少女們的身上散

發出一股異域的青春氣息。奇茂先生的畫裡，能聽到最美的玄樂，線的抑揚頓挫，

墨的含蓄收斂，人物造型疏密有序，畫面的藏與露的高低音二重奏，最後構成完整

的生活的交響樂。細細評來，妙不可言。奇茂老師啊，對生活的愛，對藝術的痴迷，

速寫是他最得心應手的功夫。	

	

	 	
 

    「代代封候」是奇茂先生參加大陸第十屆全國美展的作品，也是先生畫動物的

經典之作。在大陸產生著很深的影響。奇茂先生畫猴是中國畫一絕，畫猴的畫家很



                                                                  淺談李奇茂先生的速寫 

 
19 

多，但畫到這種形、神、勢一體，只有先生一人。不管是騎在大猴身上的小猴，還

是戲耍的群猴……當那碩大的猴子凌空一跳，笨笨的形體在線和墨韻的助推下，輕

盈盈地掛在畫面中間，它似乎還回過頭來做個鬼臉……。絕了！我在台灣藝術大學

當客座教授時，曾請教過奇茂先生，為什麼猴子在您的筆下就如此有靈氣，先生的

臉總是堆滿笑容，「我在世界各地寫生時，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動物園，最喜歡畫的

是猴子的速寫」。這就是對生活的積累。 「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奇茂先生

畫速寫線的盡頭似乎永遠就掛著個活潑可愛的小精靈。 

 

      我很珍惜和奇茂先生相處的日子，先生也特別喜歡我這個弟子。有一次，我帶

兩位年輕的大陸博士在台灣訪問，奇茂專門設宴招待了我們一行三人，先生喜歡和

年輕人擺龍門陣，探討學術，聽取年輕人的見解。他常笑著說「長江後浪推前浪」，

至今博士們都忘不了那一次難忘的交流。我在台灣藝術大學任教期間，也喜歡帶著

台藝大的博士生去奇茂先生家去討教，每次都是滿載而歸。 

 

    奇茂先生是一座山，讓我們望其項背，使我們努力學習並懷念之。 

    奇茂先生走了，走的我們很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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